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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3章 期待資優孩子成功發展 

 
 
 
 
 

您的孩子擁有了某些特殊的特質，這些特質讓他與眾

不同，但也偶會顯得和他人格格不入；與具有這些特質的

孩子互動，可能十分欣喜，但也偶爾會產生衝突。我們總

是期待，這些與眾不同的特質，可以為孩子帶來更多發展

的可能；但總也不免擔心，這些特質，是否也會讓孩子在

生命歷程中遇到挫折。如果，孩子可以處在一個靜態的、

安穩的、可掌握的環境那該有多好啊？可是，我們都處在

一個動態的環境裡，隨時要面對形形色色的人事物，您希

望孩子在和環境交會互動後，會產生怎樣的結果呢？ 

 
 
 
 

在談到「資優」時，我們通常會用潛力（giftedness）
和才能（talent）這兩個概念，這兩個概念都是指孩子擁

有「高於一般人的能力」。而資優教育學者 Gagné（2003）
提出「潛力與才能區分模式」（differentiated model of 
giftedness and talent, DMGT）。他將天賦能力和特殊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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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現作了一個區分，天賦指的是孩子未經訓練前的潛能，

包含心理的和生理的天生能力，例如：智力、創造力、社

會能力、感官動作能力等；而特殊才能則指的是經過訓練

後發展出的技能或知識，也就是在社會的某個領域中擁有

傑出表現，例如：學術、機械、藝術、科學與科技、社會

服務、商業、運動等。或許孩子的成功發展，即是由潛力

累積發展成在某些領域展現出能力，獲得成就。 
想要成功的從潛能到成就展現，是很多不同因素共同

匯合的結果。首先是「發展的過程」，在孩子發展過程中

所有曾參與的活動、經歷的事件，以及他在時間、金錢及

精力上的投資等，都對孩子的發展有所影響。除了潛力及

一般的發展訓練外，要使發展產生作用，還需要注入一些

發展的「催化劑」。我們看看幾個在臺灣擁有出眾成就者

怎麼說： 

〈李安，引自蘇育琪，2008a，頁 456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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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林懷民，引自馬岳琳，2008a，頁 339〉 

〈呂馨玲，2008，頁 389〉 

 

   

 

〈馬岳琳，2008b，頁 333〉 

〈羅儀修，2008，頁 57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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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故事摘錄自《天下雜誌》400 期「成長」特刊。

五個在特殊領域成功典範的片段故事，給了我們一些關於

成功發展的思考，他們分別從文化脈絡、生命經驗和自我

能量中獲得了發展的養分，這些或許就是發展過程中重要

的催化劑。 

Gagné（2003）提出兩個發展的催化劑為：1.外在的

催化劑，包含個人所處的環境（文化、社會、家庭等）；

與人互動的環境（與父母、家庭成員、同儕、教師等的互

動）；還有學習的環境。2.內在的催化劑，包含孩子本身生

理上及心理上的特質；以及孩子對於目標的經營。 

外在的催化劑，靠的是整個文化的思維型態以及與人

的互動歷程，所以我們應該試著讓孩子對於所處的環境和

人、事、物能有更深的認識跟體會，這些認識跟體會將會

是支持他發展的信念跟力量。內在的催化劑，是孩子主動

的由內心出發的發展需求，這內在自發的動力，是重要的

發展關鍵，除本身的身心特質外，尚包括對目標的經營。

Gagné所指的目標經營，包含從自我覺知、動機啟動到意

志堅持達成目標的歷程，成功目標的經營可引導成就的產

生。 

有些時候孩子會自發性的設定目標，有些時候我們也

想介入協助孩子設定目標，這時候我們會思考，應該設定

怎樣的目標較為恰當？又應該怎樣讓孩子接受這個目

標？在協助孩子設定目標時，我們可以設定具有挑戰性或

具體清楚的目標，這樣的目標比較容易帶來成就表現，因

為具有挑戰性的目標，能帶出努力的意圖，而清楚具體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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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則能引導出特定的行動方法和策略。相反的太容易或

是太模糊的目標，會使人興趣缺缺。除了考量目標是否具

挑戰性及清楚之外，協助孩子設定目標，仍然是個難題。

或許您也常有這樣的經驗，想讓孩子接受所設定的目標，

與您共同追求某個特定的成就表現，總是必須經歷一番交

戰、一番說服與妥協的歷程，弄得不好，反而造成反效果。

那麼要如何讓孩子接受我們共同設定的目標呢？或許我

們可以試試，在一開始給予目標時，先是一個簡易可達成

的行動要求，孩子為了想與您情感交流，會接受這個要

求，並積極表現；相反的，若一下子就給一個遠大的目標，

通常會被拒絕，循序漸進的方式較能獲得接受。另外，在

設定目標時，邀請您的孩子一同參與目標設定的討論過

程，讓這個目標是你們共同的想法和願景。孩子不是個無

權的被動接受者，而是主動的決定者。經歷了過程的思辯

而自我決定的目標，通常願意投入和行動。最後，也可以

附加一些獎勵，不論是外在的實質獎勵，或是內在的讚美

與鼓勵，都可增進目標的接受。 

我們都希望孩子能成功的從天賦潛能發展到後天的

成就展現。天賦的潛能或許受先天決定，而才能發展則受

環境及教育的影響，這是您可以與孩子共同重視和著力的

地方。 

 
 
 

對於孩子的期待，我們不僅止於希望他有傑出的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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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現，更希望他有個滿意的人生。就像音樂家沈浸在音樂

創作，畫家沈浸在作畫，詩人沈浸在寫詩的歷程中，他們

的追求，不僅僅是完成一件好作品而已，而是整個人生價

值的尋求。心理學家 Maslow 稱這樣的狀態為「自我實現

的需求」，當人們基本的生理、心理需求滿足後，便會開

始思考，我還想要什麼？生活目標是什麼？想做些什麼？

達到自我實現時會有一種超越一切的體驗，Maslow 稱這

樣的經驗為「高峰經驗」，在高峰經驗時，會有一種愉快、

滿意的感受（崔麗娟，2002）。在協助孩子之前，也請您

回想看看，您的人生追求達到了嗎？您對自己的人生滿意

嗎？您擁有像自我實現時的高峰經驗般的特殊體驗嗎？ 

或許您的孩子也已經開始思索生命中所想要追求的

是什麼？所以在協助孩子從天賦潛力發展到特定成就表

現之外，我們也要協助早熟的他們思考生命中追尋的價

值。我們再來看看幾個摘錄自《天下雜誌》400 期「成長」

特刊，臺灣擁有出眾成就者怎麼說： 

〈周杰倫，引自馬岳琳，2008b，頁 334〉 

〈李安，引自蘇育琪，2008b，頁 448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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〈呂馨玲，2008，頁 388〉 

三個特殊領域成功典範者生命中的追求，是愛、是文

化、是整個生態，這給了我們一些啟示，或許引領孩子追

求深入心靈、文化意識、利社會的價值，更能激起出創造

的力量，也更能帶來成功。 

資優教育學者 Renzulli（2003）也同樣將資優的發展

視為個人內在與外在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。他認為資優學

生的發展歷程中，與環境背景因素交互作用後，會促成資

優學生能力持續發展，這個發展會是朝向有利社會的方

向，且在持續發展之後，個人也能成為具有智慧、擁有滿

足的生活方式，以及追求喜樂的人。 

Renzulli（2003）認為促成發展的背景因素包括：樂

觀、勇氣、對主題的熱情、對人的關懷、身心活力、願景

和使命感等六個向度。樂觀的態度是對於其他人的正向期

待，並能積極面對困難，接受挑戰性工作；勇氣則是一種

能克服遭遇困難時所產生之恐懼的能力，具有勇氣的人會

有獨立的心智及道德的信念；對主題的熱情，表現在對於

追求學問知識上的熱衷，且這個熱衷會產生一系列的行

動，以及長期的承諾；對人的關懷表現在理解及同理他人

的情感並能準確且敏感的溝通；身心活力顯現於所展現出

來的魅力和好奇；擁有願景和使命感的人，總是能建立明

確的方向，致力於目標，並且掌握影響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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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因素，是一種態度及人生觀的培養，無法以直接

教學的方式獲得。所以，我們必須讓孩子有機會投入學生

活動、社區活動或服務活動中，在實際參與的過程中，產

生情感、思考及行動，只有將這樣的價值不斷的與經驗做

連結，才有可能內化成孩子心中的價值，並且產生行動。 

您的孩子擁有某些與眾不同的特質，就像個蘊藏在石

頭中的鑽石，而您是最好的鑑賞家，最細心的雕琢者，協

助他成功發展，尋求滿意的人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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